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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旅遊業現狀的一些看法 

香港特區政府口頭講重視旅遊業，認為是香港轉型的四大支持行業之一。但

實際上對旅遊業不夠重視。 

香港至今未有一部 “旅遊法例”，所依靠的是業者自我規管機制，即自律。

香港旅遊業業者自律的程度是比較高的。但為什麼發展至今，不健康的因素反而

增多。看起來只靠業者自律是否可以確保香港旅遊業健康發展，是值得研究的問

題。 

香港旅遊業發展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法理依據。因此旅遊立法是有很大的逼切

性，任何的管理都必須要有法理作為依托。 

香港旅遊業面臨的是 “價格競爭”。個別的業者以不健康的方法進行經營和

運作。長此下去，將使香港的旅遊業的發展走入死胡同。 

一.  我們認為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應是政府主導型。 

香港旅遊業發展至今，特區政府是應該對旅遊政策有一個全面的評估和檢

討。 

政府對旅遊業資源開發和市場的開發及旅遊目的地的促銷都采用放任自流

的辦法，導致後果越來越嚴重。旅遊業健康的發展是協調者、投資者和服務者的

統一體。 

協調者是在各企業之間、旅行社與相關行業，如酒店、汽車公司……起橋樑

和紐帶作用。投資者是僱主。服務者為從業人員。目前香港的僱主有協調者和投

資者的雙重身份。僱員就只能是服務者。政府拱手將協調和管理的行政權力送給

僱主。 

投資人要為追求利潤，自然缺乏長遠的發展目標。 

現在的香港旅遊發展局就是一個例子。名為旅遊發展局，實際只限於推廣。

每年花費巨大，效果甚微。究其原因，香港政府對旅遊業放手不理，名為完全市

場化，但投巨資給旅遊發展局這樣一個非政府機構，使它成為計劃經濟的得益

者，讓人感到其政策的不協調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二. 政府參與的必要性。 

1.市場失靈現象早已存在。 

例如：你去超市買萍果，超市不收你錢，還要回扣十元給你。這是部份旅遊

業者的經營方式。應該相信僱主是不會做虧本生意的。要撈回成本和利潤，其手

法就有值的商討地方。 

2.政府與私營機構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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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對香港文化的保護不夠重視。 

政府要在旅遊政策上的制定立法，對旅遊企業政策上的管理以及保護和開發

郊野公園、博物館和其他歷史古蹟建築物、提供基礎設施。最主要是在政策的制

定和執行上。而非直接介入具體的經營。 

政府需要在促銷方面有義務投入並發揮特定作用。應該明白到：旅遊產品不

同於其他產品，沒有特定的有形產品，旅遊產品實際上是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經

濟、環境和文化。 

政府必須起紐帶作用，協調包括產業在內的各方面的活動，剌激共同行動。 

3.政府的主導型也同樣突出市場的作用。 

(1).市場主導要求加強行業管理，反對行業壟斷，促進市場競爭。這個責任

只能政府才能完成，有這個權力去進行管理。 

(2).市場經濟即是法規經濟，市場越發展，所需的法規就越多。只有通過立

法程序，制定相應的法例，才能有權威性，執法才能有依據。這肯定是政府的責

任。因為政策的制定，法制的建設是政府的權責。 

(3).協調服務。只有政府才有權力協調企業間、行業間的關係。 

政府主導並沒有否定市場主導，而是在市場發生重大變化，更加突出對應旅

遊業發展的大變化。在這裡再次強調的是政府部門對政策層面上作出指導及法令

的並不對具體事務作出干預。 


